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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缺钱被赶下公交”折射多重道德困境
张西流

18 日下午，两个小孩坐公交时钱不

够，坐了一站路后被赶下车。两个小孩

只好顶着烈日，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回到

家。对此，常州公交公司回应称，从严格

执行公交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说，司机的

做法没有错。（7月21日《现代快报》）

从表面上看，司机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

公交公司的规章制度，确保票款“应收尽

收”，维护了公司利益。但从深层次分析，司

机一味地执行公司的规章制度，为了区区2

元钱，强行将两名小孩赶下车，失去了人性

的温情。特别是，司机将两名小孩赶下车，

忽视了他们可能面临的中暑、迷路、拐走、交

通事故等诸多人身安全风险，由此暴露出了

司机未成年人保护意识的严重缺失。

问题是，在“小孩缺钱被赶下公交”的背

后，折射出了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多重道德

困境。因此，道德的棍棒不能单一地指向司

机。首先，在这两名小孩因缺钱被司机赶下

车的时候，没有人及时站出来，替这两名小

孩说一句公道话，更没有人为他们垫付这微

不足道的2元钱。而公交车上的冷漠，实际

上是当今社会人际关系隔膜的一个缩影。

再者，两名孩子，大的也不过12 岁，

小的才 10 岁，家长便将他们扔在游泳馆

不管，从小处讲，是一种疏忽大意，从大

处讲，则是丧失了家庭的监护责任。

还有，两名小孩将身上的 30 多元钱

用于购买零食和饮料。由此也暴露出，

两名小孩盲目消费，不计后果。这显然

是个不良信号，值得各方警醒。

因此，面对“小孩缺钱被赶下公交”

事件，无论是公交车司机，还是家长，抑

或是孩子自己，甚至是全社会，都应该进

行反思，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促进他们安

全、健康地成长，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

面，每个领域、每个环节都不容忽视。

世相杂谈

奶粉冲兑液态奶拷问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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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网友称：“南京国际广场门口，一个老奶

奶在卖凉粉。过来一个不知城管还是保安的

小伙子说，这里不能摆呀，偷偷塞了5块钱给

老奶奶说，也给我一份吧，卖完这几份就走

啊。”事后证实，小伙子是物业公司的代班保

安。（7月21日《现代快报》）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民从

农村进入城市，为了生存寻找就业机会。由于

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偏低，他们往往成为没

有固定经营场所的流动摊贩。对流动摊贩社

会控制过严，则有可能损伤甚至剥夺他们的生

存机会；而一旦放任自流，城市的基本生活秩

序将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如何实现流动摊贩

的有效治理，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现实考题。

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科学精神

与人文关怀相结合。这是我们专家对城管等

人员的呼吁。可现实生活中，冲突不断。通

过“塞 5 元钱”，商场保安既尊重了老人的利

益诉求，也履行了自身的角色义务，实现了管

理规则与人文温情的平衡，让每一个从此路

过的人，都能从中感受到温暖。

在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买凉粉劝阻”

让人们体验到了稀缺的“人情味儿”。同样的

规则，在执行的过程中，如何更具有使用价

值、更具有操作方便性、更加人性化，是“只

要愿意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妨以此

为镜，将一些原本可以消解的矛盾与冲突抑

制在萌芽状态。

杨朝清

非常道

“现代化、工业化，其实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只见到发

展带来的效益，而不顾发展后还有的‘负效益’。”

针对生态环境被破坏，许多人归咎于工业发展。时评人阮

直认为，生存生态的好坏，就是人的好坏，人性一旦变得贪婪，

眼睛里就只有钱了；政府一旦变成衙门，就只要GDP了。

“官有官道，商有商德，官商勾结，就是无德无道。”

中央纪委有关人士指出，十八大以来，已经曝光公开报道

的六七件省部级案件中，大部分都与开发商有利益往来。时评

人吴雨潇指出，官商勾结的外在表现是人际的交往，隐藏其中

的是权钱交易。

近日，央视记者在北京崇文门的麦当劳、

真功夫和肯德基 3 家大型快餐店中，取回可

食用冰块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结果发现，冰

块菌落数量高于国家标准，且高于马桶水数

倍。（今日本报14版）

每到节假日，许多父母带着孩子兴高采烈

地奔向这些洋快餐，虽然贵点，但图的是口味

和放心。食用冰块菌落数量竟比马桶水高出

数倍的新闻，犹如一枚炸弹，让人心惊，更是心

寒。制作食用冰块必须安全可靠，达到国家卫

生标准，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也是商家必须坚

守的良知与底线。可这些品牌的商家没有做

到，是明知如此故意而为？还是没有检测设备

和检测能力？我想更主要的是安全意识淡薄，

追逐利益远远甚过百姓身体健康。

退一步讲，就算这些餐饮店自己不知道

他们的冰块的安全数据，可是他们的冰块超

越了规定标准 8 倍也绝不会是一天两天了，

我们的监管部门都到哪里去了？工商、质监、

食品、卫生等部门难道没有日常的对饮食店

的管理制度吗？一个记者轻而易举地就能做

到的事情，我们那么多的职能部门做不到？

还是根本就不想做到？或者就是为了某些私

利而故意装聋作哑？

一桩桩一件件的食品问题层出不穷，出

一单抓一下，然后又出一单……这样的循环

往复不断上演，根源就是有法不依，制度形同

虚设，加上不作为的监管和无良的商家，它们

存在一天，中国人的食品就会不断出问题。

该是我们痛下决心整治的时候了。

食用冰块不如“马桶水”，
谁之过？

少武

“塞5元钱”
多些温情少些暴力

堂吉伟德

西部乳业发展协会执行副会长、西

南民族大学畜牧系教研室主任魏荣禄在

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国内的液态奶市

场存在着普遍的欺诈行为，我保守估计，

可能 60%以上液态奶都是由奶粉冲兑

的，里面添加了各种香精和添加剂。”（7

月21日《重庆时报》）

科学地说，液态奶应当呈现出“天然”

与“人工”两种状态，天然的就是真正的纯

牛奶，是经过一定杀菌处理的鲜牛奶；而

人工的则是购进奶粉进行冲兑，差异就在

于，工业化生产的液态奶添加了各种香精

和添加剂，使之更有利于保存和增加口

感，但也具有了更多的潜在安全隐患。

液态奶真实状态标注的重要性，不

仅关系到基本的商业信誉，更维系到奶

业的健康发展。因为天然和人工的消费

需求完全不同，若是以“人工”取代了“天

然”的需求，必然导致公众无法从需求的

角度，对供给进行矫正，并因之发挥产业

链的倒促效应，让源头养殖被真正重视

并获得良性发展的机会。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液

态乳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用

奶粉冲兑而成的牛奶必须注明“还原乳”

或者“复原乳”，2007年下发的《国务院关

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也有

相关规定。然而，现在市场上没有多少

企业在产品上标注这样的说明，更没有

标注奶粉占了多少比例，说明这些规定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监管方面存在

严重的缺位问题。同时，若国内液态奶

60%以上都由奶粉冲兑成为事实，那么也

给如何更好地管好奶业，出了一道管理

测试题。

冲兑液态奶以“纯牛奶”的姿态横行

于世，监管责任应当接受拷问。当务之

急是，必须通过强制性惩罚措施，让液态

乳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得到执行，让企业

的法定责任被真正“还原”，使消费者的

知情权获得充分的尊重与保障；同时，对

于奶业的发展，特别是鼓励和促进养殖

户养殖，提高奶源的产量，要有明晰的产

业导向，并使之得到切实的执行，如此国

内奶业质量才会获得质的提高。

广州图书馆新馆全面开放已经一个

月，闷热和暴雨都不能阻挡读者逛图书

馆的兴趣，新馆优越环境吸引大批读

者。与此同时，暑期一些孩子不听劝阻

追逐嬉闹已影响正常阅读。而且很多家

长自己就聚集在大厅里大声说笑，婴儿

哭声不时响起。（7月21日《广州日报》）

在图书馆开放的暑期高峰，一些孩

子不听劝阻追逐嬉闹，从表面上看是孩

子活泼好动的性格所致，而实际上则是

孩子们公共文明意识匮乏，对图书馆特

殊场所缺少神圣感，不懂得约束和控制

自己的言行，甚至把图书馆简单等同于

一般的游乐场所，反映出来的还是公共

文明素质培养的欠缺。

孩子们的表现是一面镜子，折射出

的还是家长公共意识的缺失。比如，记

者调查发现面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提

示，不少家长不仅不配合，还很生气地计

较工作人员，而很多家长自己就聚集在

大厅里大声说笑。家长成了“坏榜样”，

孩子的放纵嬉闹便显得必然。

图书馆是特殊的公共场所，知识与

阅读决定了保持安静的必要性，不得大

声喧哗与追逐嬉闹是对他人权利必要的

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到图书馆阅读

是公民基本文明素质的一个缩影。广州

新图书馆暑期开放的“喧闹”，从另一个

角度注解了“中国式”陋习的强大惯性，

也表明公民公共文明素质培养的艰难。

孩子的不懂事与父母的不自觉紧密相

连，成为了陋习代际“传承”的必然。

我们要让文明成为图书馆的通行

证 。一方面，图书馆应加强对读者的提

示和引导，另一方面，父母要注重家庭教

育，培养教育孩子公共文明道德的意识

与自觉。此外，图书馆里的文明准则，如

同治理“到此一游”陋习一样，都应纳入

公民文明素质的具体行为公约，在全社

会加强宣传和教育，逐步形成全民共识，

变成自觉遵从的规则，从而培养成素质

的一部分。

让文明成为图书馆的通行证
木须虫

热点冷评


